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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摩先进社区
开眼界谋创新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通讯

员/丹宣）6月28日，丹灶开展创建

熟人社区、乡村振兴工作学习交流

会，组织相关人员走访季华实验室、

夏漖粮园·喜文化创意基地、苏志敏

创熟调研工作室等，了解学习近年

来桂城在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社区

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激励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充分发挥战斗堡

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振

兴、社会治理等工作注入新动能。

在夏漖粮园·喜文化创意基地，

一行人实地感受夏南一社区如何以

文化为重要抓手，为基层治理“铸

魂”。夏南一社区深挖本土文化印

记与潮流元素，将原本的百年老粮

仓打造成“网红”地标，活化了传统

农村的新样貌。参与人员表示，丹

灶罗行社区、西城社区具有良好的

文化底蕴，可以学习夏南一社区的

优秀做法。

早在2011年，桂城就率先提出

创建“熟人社区”工作，运用“助人自

助与适切服务”的社会工作方法，动

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成效明显。

在此基础上，苏志敏“创熟”调解工

作室应运而生，打破化解矛盾“头痛

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以推动社

会治理为路径，从源头上化解矛盾。

本次行程中也走访调研了该工

作室，听取其“创熟”工作的经验和

做法。“在翠颐社区党委领导下，以

小区‘创熟’培育邻里情，促进居民

之间相互交流、理解，通过多方联席

沟通的平台，提升居民参事、议事和

决事能力，实现‘多元参与、共建共

享’的小区综合治理模式。”翠颐社

区工作人员介绍。

“南海颐景园小区‘创熟’工作

的优秀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参考。”

丹灶镇仙湖社区党总支部副书记杨

家熙表示，将通过学习先进经验和

集合仙湖社区实际发展需求，推动

社区治理、党群服务站的建设，更好

地推动社区治理落到实处，为群众

提供贴心服务。

村社联动学“秘诀”
赋能乡村发展

珠江时报讯（记者/吴玮琛通讯

员/何燕贞）近日，丹灶镇西岸村党

总支部邀请了南海社区讲师团讲

师、南海开放大学老师沈新开展主

题为《建设美丽乡村走好城乡融合

发展之路》的讲座，吸引西岸村村社

干部、经济社代表、党员共57人参

加，学习乡村发展的“秘诀”。

讲座上，沈新以全国农村发展

总路径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当今社

会发展和西岸村的发展情况，让村

社干部、经济社代表、党员进一步认

识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

其中，沈新重点围绕城乡融合

发展新路线进行剖析。“农村发展应

该在前期促进城乡要素合理配置方

面为切入点，通过健全农业转移人

口市民化机制和建立城市人才入乡

激励机制，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

业、信息汇聚的良性循环，从而提升

城乡综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不仅要保持乡村

原本的特性，更要融入城市发展配套

服务的基本要素，如基本公共服务普

惠共享、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提档升

级、推动乡村经济多元化、促进农民

收入增长等，以长链条式、螺旋上升

式引领农村发展、农民收入提升、实

现农村整体富裕的良好发展局面。

今年来，丹灶不断深入开展乡

村振兴工作，西岸村也积极响应上

级安排，全面落实乡村振兴工作，为

城乡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沈新建

议，西岸村发展规划中需要牢牢抓

住“产业兴旺是重点、乡风文明是保

障、治理有效是基础、生活富裕是根

本”的总体发展方向，提高农村发展

改革创新，推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

体制，让乡村建设朝着优质方向发

展、迈上新台阶。

博士进车间 车间变课堂
“委员聚焦”走进仙湖实验室，围绕职教办学活力、产教融合发展等话题建言献策

7月4日，由南海区政协联合珠

江时报开展的2022年“委员聚焦”第

四期融媒议政活动在丹灶仙湖实验

室举行。政协委员、专家、企业家等

齐聚一堂，围绕校企合作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职校如何厚“技”薄发等话题

建言献策，助力南海职业教育与本土

产业无缝对接。

职校生有没有未来?
南海重视职教着力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

为做强职业教育，南海将职业教育列

为今年重点推进的民生实事之一，并出台

了《南海区产业技能人才培养提升实施方

案》，着力共建技能人才培养载体，提升专

业群建设发展水平，持续推动校企共建学

生教育教学实践基地等，培养了一批“德

技双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数据显示，南海现有中等职业学校

（含技工学校）9所，在校学生约2.2万余

人，专业涵盖机械制造、交通运输、信息

技术、医药卫生等9大类。现有高等职业

院校5所，在校学生约3.3万余人。“所有

高等职业院校都已经开展中高职衔接，

实现抱团发展。”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

市南海开放大学副校长陈建城介绍，这

些职业院校向南海输送源源不断的技能

人才，为南海“两高四新”产业体系服务。

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校长严少青表

示，技能人才在南海是非常抢手的“香饽

饽”。近三年来，南海区信息技术学校有

毕业生近4000人，在南海区就业比例约

为80%；毕业五年后自主创业的比例达

到10%左右，八成以上创业项目已实现

盈利。

“技能人才一直在为南海的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我们需要礼遇技能人

才。”严少青建议，社会各界要转变人才

培养观念，构建起技术技能人才评价体

系，让技能人才在南海获得更多荣誉感、

获得感、幸福感。

对此，南海区政协委员、佛山中科云

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徐朝

朝深表认同。他表示，目前社会上仍然

存在“重学历，轻技能”的人才概念，导致

一些青年不愿意从事技能劳动工作，企

业常常招不到合适的技能人才，“但实际

上，技能人才是推动企业产业科技创新

的重要力量。”

“如今的职业教育发展正处于利好

环境。”有着近三十年一线教育教学经验

的区政协委员、丹灶镇初级中学副校长

曾国平也发现，过去很多地区的普高与

职高的录取比例基本都是7：3或者6：4，

但现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普高和

职高录取比例基本实现5：5。

在曾国平看来，学生的成绩必然有

高低之分，但在当前背景下，学生和家长

转变以往固化的思维，选择适合发展的

职校，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同时，职高

需要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改变社

会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增强职业教

育的吸引力，让学生和家长更愿意选择

职业教育。

职校如何厚“技”薄发？
职校学生“走出去”，行业专家“请进来”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

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

也是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

在。但产教融而不合、校企

合作不深不实，一直是掣肘

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痛点。

南海不少职业院校摸索

出较为成熟的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模式，且具有“南海特

色”。例如，佛山市南海开放

大学积极探索“订单式”培养

模式，与丹灶镇、一汽-大众、

佛山市汽车行业协会等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共推校企深

度融合。

“我们会定期输送在校

学生到企业参观实习，也会

将企业的技术骨干邀请到学

校做指导老师，邀请大城工

匠、企业家到学校开讲座，在

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时也会请

行业专家共同研讨。”陈建城

介绍。

就在近期，佛山市南海

开放大学拟输送120名学生

到一汽-大众实习。该校也

把博士工作室开到了广东瑞

洲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

里，助力企业开展技术改造、

发明创造、专业申报等工作。

在陈建城看来，这些探索

都为南海职教的校企合作提

供了很好的样本，“一方面，学

校需要深入企业，了解企业，

才能培养企业所需人才；另一

方面，企业也要走进学校，让

技术能手在课堂中培养学

生。这样双向对接，融合发

展，才能‘精准’培养人才。”

如何激发更多职业院校

的办学活力，为南海产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才保障？陈

建城从职业院校、企业和政

府三个层面贡献了金点子。

他建议，职业院校方面需要

精准对接南海区战略性新兴

产业，匹配“两高四新”现代

产业体系人才需求。建成纵

向贯通、横向融通的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体系，以高职院

校为引领，带动中职学校，中

高一体与所在镇的中小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积极探索行

业企业参与的人才培养模

式。同时把行业企业专家请

进来，作为专业建设委员会

成员规范专业建设，指导人

才的技术提升。

陈建城还鼓励企业和社

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职业教

育，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

政府也可以打造职业教育服

务性平台，促进人力资源供求

信息互联互通，增强职业教育

与产业发展契合度。

严少青也很期待能与南

海本地的企业进行校企合

作，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质

量。去年9月，南海区产教联

盟成立，积极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

接，全面提高职业教育质量，

为企业定向培养专业人才。

在此基础上，严少青建议政府

部门制定相关配套政策助推

校企合作，例如对深度参与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给予

奖励，凝聚校企合力，助力打

造品质彰显、幸福宜居的现代

化活力新南海。

政企怎么破壁“出圈”？
构建完善体系激活职业教育源头活水

“企业需要什么人才，职

业教育的专业就设置什么课

程。”南海区政协委员、丹灶

镇党委副书记冼增强说，随

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氢

能、机械工程、品牌策划、电

子商务、水产品养殖等产业

的人才较为紧缺。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源泉，

也是丹灶争当大湾区新兴产

业集聚发展标杆镇的动力。

以丹灶为例，冼增强认为，企

业引才要有三个“坚持”：一是

坚持营造近悦远来的舒适环

境，为各类人才提供“白天科

创+晚上文创”的优越环境；二

是坚持构筑以院士为代表的

人才集聚区，为企业提供技术

研发、产品设计与制造等全方

位的支持；三是坚持扶持人才

团队集聚，为技术型人才的配

套保驾护航。

职业教育，既关乎国计，

也关系民生。冼增强建议，

要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

赛，支持职业院校和企业申

办建设技能大赛集训基地，

并推动竞赛成绩与职工技能

评定、效益工资、职级晋升等

有机结合，让教育链、人才

链、产业链实现有效衔接，真

正以完善的体系激活职业教

育的源头活水。

“我们和高校在技术研

发上一直有合作，但还未尝

试与高等职校合作。”南海区

政协委员、政协丹灶镇工作

委员会副主任、广东安林电

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熊增光说，随着企业规模的

不断扩大，他们很需要精通

产品技术研发、自动升级、智

能装备的专业人才。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

的支撑，企业长远战略目标

的实现更离不开一支能担重

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

熊增光透露，该公司正在筹

备一个实训基地，邀请行业

内一些顶尖导师为实习生进

行授课讲解，传授专业的实

操课程。同时会讲解管理的

相关知识，全面提高实习生

的综合能力。

“深化校企合作是推进

产业链现代化，加速打造质

效兼优的现代产业体系的

‘动力源’。”熊增光建议，要

转变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可

以合作建实训基地，加快培

养技能型人才，赋能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服务经济发展。

徐朝朝也非常支持推动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由学校

与企业进行联合教学，加强

对技能人才的培育，培养企

业所需的技术型、应用型人

才。他建议，政府可以建立

学历教育和短期培训融合并

重的多层次职业教育体系，

加强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

学历方面的融通，以及中等、

高等职业教育在升学方面的

衔接，同时要加大对技能人

才的补贴力度。

“企业要改变人才遴选

方向，不能只看重学历，更重

要的是招聘有能力的人。”徐

朝朝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

职教“春天”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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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时报讯（记者/陈时然通

讯员/黄丹媛）7月1日，丹灶文化

先锋——文艺轻骑兵进村（社区）

文艺巡演活动启动，接下来的一

个月将陆续走进丹灶28个村（社

区），为村民送上“文化大餐”。

当天，首场活动来到仙岗社

区仙岗村。在该村榕树下，舞蹈

表演《万里长城永不倒》拉开了本

场文艺巡演活动的序幕，现场吸

引大批村民围观。随后，粤曲对

唱《家南海颂》、小品《美容师》、二

胡独奏《唱支山歌给党听》、歌曲

独唱《不忘初心》等精彩节目接连

上演，现场鼓掌欢呼声不断。

“在家门口就可以看表演，很

开心！”仙岗村村民陈阿姨说，表

演专业又好看，希望以后多举办

类似的活动。

据了解，“丹灶文化先锋”队

伍由丹灶本土多个文艺协会组

成，节目形式涵盖粤曲、折子戏、

歌曲、乐器演奏等。“我们将通过

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文明之

风吹遍乡村大地。”丹灶镇宣传

文体旅游办公室主任陈艳梅说。

南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文化事业股股长梁国应表示，文

艺轻骑兵活动是南海“双馆齐下”

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丹灶镇

文化先锋”文艺轻骑兵通过本次

活动，进一步丰富村民们的精神

文化生活，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基层治理现代化贡献文艺

力量。

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

接下来的一个月，丹灶文艺轻骑

兵将陆续走进丹灶28个村（社

区），为村民送去欢乐和笑声，将

党的政策和政府中心工作传到

千家万户，宣传人居环境整治、

乡村振兴、创文等重点工作，加

强政府治理同社会调节、居民自

治良性互动，以“党建＋文化”助

推乡村振兴和基层治理。

丹灶文化先锋——文艺轻骑兵进村（社区）文艺巡演活动启动

28场文艺表演 持续一个月

■区政协委员、专家、企业家围绕职业教育主题展开讨论。 珠江时报记者/陈志钟摄


